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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子同不朽” 

  ——记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兵学家、《孙子兵法》研究第一人李浴日将军 

李龙 

 

       李浴日（1908.4——1955.8），字春清，海康县第三区后坑村（今雷州市客

路镇后坑仔村）人。1908 年 4月 12 日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上海暨南大学

（今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即到东瀛求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系。民国时期

曾担任国民党国防部政治厅宣传研究会副主任、国防部新闻局第二处副处长、广东省

编译室主任、世界兵学社社长、国民党第 35集团军少将参议、广东省参议员、黄埔

军校知名教官、中国陆军大学教授、台湾金门防卫高参等职，1950 年春赴台湾，

1955 年 8月 7日病逝于台北永和寓所，时年 47 岁。李浴日一生正派，博学多才，毕

生尽瘁兵学。据不完全统计，他译著兵书 12种，达 160 余万言。更集中国 2000 年来

兵书之精华数十种，编成《中国兵学大系》。他是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兵学家，现代中

国兵学理论体系的倡导者和构建人，现代中国文人介入兵学研究的先驱。在民国兵学

领域，他的研究堪称多个第一。 

 

《孙子兵法》研究第一人 

 

       自 1934 年至 1955 年的 21年间，李浴日对《孙子兵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整理和研究，先后出版了《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1938 年）、《东西兵学代表作

之研究》（1943 年）、《孙克兵学新论》（1946 年）、《孙子新研究》（1946 年）

和完成了《孙子兵法总检讨》（遗著，1956 年出版），达 80 多万字。在这五大巨著

里，李浴日广罗历史记载，对《孙子兵法》做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几乎涉及孙子兵

法的方方面面。主要有：关于孙子的生平和世系、孙子兵法的内容如原文、版本、篇

数、字句的考证，关于《孙子兵法》战争原理的概括、孙子著述的真正动机的探讨，

关于《孙子兵法》注释书及其训诂、白话释义等；用现代战例全面阐述《孙子兵法》

的战争原理；以《孙子兵法》和克莱塞维兹为例，做东西兵学理论比较研究；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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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孙子兵法》古今学人著作。1947 年，以张治中、于右任、梁寒操等为赞助

人，与国民党军界、社会名流杨言昌、柯远芬等发起筹建苏州孙子纪念亭，为《孙子

兵法》立碑。李浴日的一系列研究，使全国掀起孙子兵法研究的新热潮，标志着孙子

兵法研究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因此被誉为“孙子研究第一人”。他的研究成果至今

仍为国内外学者所重。林熏南称：“余友海康李浴日先生，曾留日多年，致力孙克二

氏诸作之研究，在抗战前，力疾译著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条分篓析，注解详明，洵

为研究孙子之第一著作。”（《孙子兵法总检讨》)周至柔称：“李浴日先生研究孙

子工夫深切，大家认为迈绝古今，他尝从各种角度来分析孙子每一种思想的运

用„„”（《孙子兵法总检讨》)于右任更是赞他“与孙子同不朽”，这些评价确不

为过。 

 

一个伟大的抗日斗士 

 

      李浴日是民国时期闻名全国的一位重要人物，1932 年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

时，“一•二八”事变爆发了，他被日军逮捕入狱，受到残酷迫害。出狱后，他愤然

写了《沪战中的日狱》，由神州国光社出版。该书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为全国人民

宣传抗日救亡起了积极的作用。1936 年，他从日本毕业回国。次年 7月，日本发动

了全面侵华战争。10月，他以非凡的洞察力写了《抗战必胜计划》。在抗战爆发的

三个月内，他用孙子兵法战争原理科学分析这场战争，提出要与日本打持久战。因而

他也成为抗战以来第一个提出打持久战的人。他认为持久战在三年以上，中国有打 5

—10 年的条件。结果，抗日战争打了 8 年。他对周恩来的抗战推崇备至。《抗战必

胜计划》的科学公式是：“（武力抗战＋外交抗战＋经济抗战＋间谍抗战＋宣传抗

战）×举国一致 坚持到底＝日本必败 中国必胜”，该书出版后，引起国内朝野的重

视，蒋介石在庐山亲自召见他，“面以嘉勉”，并请他在全国军委会干训团演讲《从

孙子兵法证明抗战必胜》，对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将士们抗日斗志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它比蒋介石发表的《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早了 4个多月。从 1941

年起，他以世界兵学社为阵地，极力鼓吹抗战，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抗日著作。他不

断奔走于各大抗日战场，为各大军区司令官献计献策，到重庆分谒各盟国武官，为全

民族抗战摇旗呐喊。1942 年，蒋介石再次召见他，“嘉勉有加”。时人评论，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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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文化抗战，不亚于前线浴血奋战的十万士兵。他是一个对抗日有极大贡献的

人！ 

 

一生尽瘁兵学 

 

      李浴日生于乱世，有感于传统兵学不振，决心与兵学界蒋百里、杨杰、杨言

昌、林薰南等重振中国兵学。1934 年在日本热海治病期间，就开始了首部兵学著作

《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的写作。此后分别出版了《抗战必胜计划》、《闪电战论

丛》、《中山战争论》、《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兵学论丛》、《兵学随笔》、

《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孙克兵学新论》、《原子弹》、《孙子新研究》等。

同时，翻译出版了《克莱塞维兹战争论纲要》或《大战原理》等。自 1941 年起，独

力创办世界兵学社，出版《世界兵学月刊》。“以阐扬中国固有兵学，介绍各国最新

兵学”为宗旨，出版各种兵学著述。刊登国民党军界人士如冯玉祥、白崇禧等人有关

战争、战史、军事学、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译文，评述世界战争，介绍世界

最新兵器、军界名人和军事名著，由于他的贡献，1945 年被授予陆军少将。1947

年，他著文呼吁建立“救人救世”的兵学思想。他说：“欧美的兵学思想，自克莱塞

维兹以来已走入歧途。即他们全以‘彻底歼灭’的杀人主义为本，所以到了工业发达

以后便致力于武器的发明。尤其到了原子弹发明之后，杀人的技术与威力愈加巧妙而

猛烈。象这种兵学思想，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恐怕全世界都要毁灭。”又说：“我

们要纠正这种错误思想，非把救人的兵学思想建立起来不可。”与此同时，他也担任

过黄埔军校教官、陆军大学教授等职。他十分重视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及其价值的挖

掘和研究。他广罗古代兵书，编成《中国兵学大系》。这是我国首次对 2000 多年以

来中国兵学理论的总结和检阅。如此全面和系统，在当时的整个中国是空前的，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前的中国，也绝无仅有。 

 

       李浴日的兵学理论，诞生于抗战之初，具有抵御外侮和反侵略性质。纵观其

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对传统兵学思想的挖掘和吸收，另一方面是主

张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精华，期以在中西方兵学的比较、交流与融合中，

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兵学体系。他说：“孙子和克莱塞维兹同为世界的兵圣，



“与孙子同不朽” 4 李龙 

其书具为东方兵学的代表作，这是人所周知的了。孙子兵法产生于中国，却成为东方

兵学的柱石，克氏战争论诞生于德国，却成为西方兵学体系的轴心，就时间来说，他

们是‘先后辉映’，就空间来说是‘东西媲美’。‘兵学双璧’的妙喻，不是虚发的

吧。”对他的兵学理论特别是东西方兵学比较理论，当代吴如嵩将军给予高度评价：

“在我看来，写东西方军事思想比较方面文章的，都还没有超出民国时期李浴日编的

《东西兵学比较研究》。李浴日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兵学家，他认为东方比西方高，因

为西方的东西是形而上的，东方是形而下的。” 

 

       李浴日的军事理论，“见解卓越，立论正确，服膺领袖”，蒋介石多次接见

并鼓励他。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到台湾后所做的关于台湾攻防战内容的战争理论，就

明显带有政治片面性。历史证明，只有以毛泽东、邓小平军事理论为特色的中国兵学

理论，才能使中国真正强兵富国。 

 

       李浴日青少年时期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对文学创作兴趣很浓，尤

其是对新体诗歌的创作很有研究。此外，他对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也有深入研究。他不

但是一个偏才、专才，而且是全才。 

 

       李浴日妻子赖瑶芝女士，广东罗定人，生于书香世家，国立中山大学毕业，

1940 年他们俩结婚。婚后育有子女 5人，现均旅居美国。长子李仁师先生，台湾大

学毕业，美国加州理工航空工程博士，维吉尼亚大学教授系主任，美国生物医学工程

学院院士.曾任全美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主席，现退休，在美国南加州任某生技公司总

裁。次子李仁雄先生，台湾交通大学毕业，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计算机博士，现服务

美国甲骨文公司，从事软件开发。长女李仁芳女士， 台湾大学毕业, 美国纽约大学

心理学硕士，波士顿验光学院毕业，现任某网络软件研发公司副总裁。次女李仁美女

士，台湾大学毕业,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药学博士，计算机硕士，现服务纽约州政府。

三儿子李仁缪先生，台湾大学毕业，美国小动物临床医师，现服务美国国家卫生研究

院，从事实验动物基因转植研究。 

  2010 年 10月完稿 

转载自：雷州人网[雷州历史名人] ——李浴日 

http://www.leizhoure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6&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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